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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主题曲MV正式上线

本报三亚11月25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范平昕）11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主题曲MV（以下简称主题曲MV）
正式上线。此次宣推工作将持续至11月30日，
对主题曲MV进行多渠道、多平台传播，为运动
会营造热烈浓厚的氛围。

据了解，主题曲MV播出渠道涵盖了电视大屏、
省内新媒体平台、政务新媒体平台、商业平台以及户
外平台等多个领域。电视大屏方面，海南卫视将持续
在《海南新闻联播》播出前播出主题曲MV至11月
30日；海南日报新媒体账号矩阵、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新媒体账号矩阵等众多省内新媒体平台，以及海南发
布新媒体账号矩阵等政务新媒体平台都将同步推出
主题曲MV。今日头条、抖音、视频号、新浪等商业平
台也将通过专业算法和资源位重点推荐。省内各市
县户外LED显示屏以及高铁、机场、码头、动车站等
交通枢纽户外宣传阵地也将进行播放宣介。

主题曲MV中，舞者们身着各民族传统服饰，
随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风
情；歌曲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为载体，将五十六
个民族的多元文化融合于一体，描绘了各民族间的
情谊与共融。“希望MV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
民族体育文化，通过一首歌的时间将各民族特色风
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祖国壮美风光、现代发展成
就等元素精彩呈现。各族人民齐唱一首歌、共跳一
支舞，携手共绘同心圆。”主题曲MV导演团队表示。

新华社三亚11月25日电（记者
郑直 张泽伟 刘博）音乐响起，身着藏
式服装的孩子们与身披毛毡、扮演牦
牛的孩子们冲进场内，或跳起热情奔
放的舞蹈，或模仿着牦牛的动作与形
态，时而奔腾，时而对峙，饱含力量的
动作与呐喊呈现着来自雪域高原的

勇猛与坚韧，展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生动景象，也让体育馆

内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
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热爱与自豪。

24 日，第十二
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
会表演项目
中，反映西
藏牧区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斗牦牛”的《藏地喜
乐斗牦牛》最终拿到了8分以上的高
分，体育馆的走廊里几乎装不下这群
孩子们的欢呼。令人稍感意外的是，
这一表演来自北京市代表团，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这群藏族的孩子们，目前
都在北京西藏中学读书。

北京西藏中学于1987年建校，
面向西藏自治区招生。学校在朝阳
区所在的街道也因学校得名，叫作
高原街。经过考试，孩子们从雪域
高原来到高原街，度过三年高中生
活。

“斗牦牛其实我是只有在家乡看
到过的，是我们西藏的一个非常具有
代表性的文化，非常荣幸能把它带到
全国性舞台上，让各族人民都能看
到！”高三姑娘旦增曲吉的语气里还带
着刚刚表演完的兴奋。

这个拉萨姑娘说，因为西藏现在
城市发展很快，她也只在自己的老家
林周县看过斗牦牛表演，还是远远地
站在山坡上看，因为“牦牛冲撞的时
候，能把草皮都掀起来”。在老家的生
活里，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早起放牛，

“和太阳一起起床”，日出的时候太阳
照在草皮上，牛身上也镀上一层金光，

“美如画卷”。
来自日喀则市定日县的顿旦对这

样的场景也很熟悉，她很开心通过表
演，可以给全国展示家乡的生活是
什么样子。她和旦增曲吉是这20
个孩子里为数不多的高三生，几个
人还开过一个小会，讨论如何平衡

训练和学习。大家一致觉得，能在这
个民族盛会上展现家乡的民族风采与
特色，要坚持下去。

谈到这次来到海南的心愿，顿旦
说：“希望能尽量多地了解其他民族的
文化，也把我们自己的藏族文化跟其
他民族分享，了解大家有什么一样的
和不一样的地方，去拓宽自己的世界
观。”她还有一个期待：“我们家乡主要
是湖，还想去看看大海。”

对于队伍领队、北京西藏中学副
校长刘鹏来说，这也是他这次带学生
们来的初衷。队伍中的孩子们来自拉
萨、昌都、日喀则等西藏各地，有的孩
子只从家乡经过拉萨来北京，还从未
去过别的地方。学校的生活很丰富，
有藏文课，有艺术节、体育节，但能通
过运动会出来看看很重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其总在
书本上静态地开展教育，还不如这样
动态地让他们亲自来看、来体验中华
民族的多元文化，各个民族的闪光
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走的教育，
对他们来讲可能会更深刻，更生动。”
刘鹏说。

他也感慨，现在的这些孩子们更
幸福。学校上世纪建校初期，青藏铁
路也还在建设中，学校的许多孩子可
能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但随着现在
的发展，孩子们暑假寒假年年都能回
去。“我们也跟孩子们说，咱们能够有
这样的机会出来，是和国家的发展分
不开的。他们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
成果，挺好。”

刘鹏接受采访的时候，广东代表
团的表演《同心共“竹”中国梦》也刚刚
结束，孩子们和广东代表团的演员们
围在一起，留下一张欢乐的大合影。

这样的场景在这几天发生了很
多次。旦增曲吉说，在开幕式彩排
的时候，北京队的大巴离开得比较
晚，他们就在车里跟经过的每个车
里面的人都打招呼。大家穿着不同
的服饰，特别热情地回应，让他们特
别开心。“我们和青海代表团、台湾
少数民族代表团、香港代表团都合

了影，当然还有西藏代表团，我们还
击掌用藏语互相加油，有一种回家
的感觉！”

北京西藏中学的学生们，许多在
毕业后选择回到了家乡。建校37年
来，学校培养了7000余名毕业生，约
6000名毕业生返回西藏工作，成为西
藏自治区各领域的中坚力量。

“我们学姐里还有飞行员呢！”旦
增曲吉说，高三的她也在思考自己的
人生。“我想大学的时候学法学，然后
回西藏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从北京来的西藏孩子们，在三亚起舞

■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宋灵云

“咚咚锵……”伴随激昂的锣鼓声，运动
员挥动英歌槌，对敲而舞。密集的槌声与极
具穿透力的喝叫声气势如虹，博得现场观众
连声喝彩。

11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民族健身操项
目自选套路（轻器械）开赛，广东队以英歌舞
演绎民族健身操，给人以力与美的震撼。

“英歌舞被称为‘中华战舞’，歌颂和渲染
英雄气，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是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频频火出圈。”广东
代表团民族健身操项目领队陈若菡介绍，英
歌舞与健身操结合后，形成大众化、民间化的
操舞类运动，更有利于推动非遗走入寻常百
姓家。

一曲舞罢，广东队队员陈敏丽的额头
上渗出细细汗珠。她告诉海报集团全媒体
记者，自己是瑶族姑娘，之前没有接触过英

歌舞，是在备赛中学习了很多相关知识，深
切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深厚
底蕴。

基诺族是云南省特有的民族，在1979年
被确认为中国的第56个民族。《跟着太阳走》
是云南队创编的民族健身操，从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基诺大鼓舞中汲取灵感，颇
具技巧与美感，一亮相便获得极高的关注。

云南代表团民族健身操项目队员符小密
介绍，为了抓准动作，备赛阶段，队员们特地前
往边疆深山里的基诺族村寨采风，实地了解基
诺族的风土人情，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大
家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有了更多认识。

观众满幸鑫是一所高校的健美操老师，
特地从四川赶到三亚观赛。她告诉记者，自
己晚上就要乘机返回四川，所以拎着行李箱
来到比赛现场，“不虚此行，看得很过瘾。民
族健身操除了有健美操的一般特性，还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希望更多人关注！”

（本报三亚11月25日电）

当非遗邂逅健身操

珍珠球比赛副裁判长韦旭强:

好裁判要有
一双敏锐的眼睛
■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 林师堂

奔跑、吹哨、判定进球……11月25日，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珍
珠球比赛火热举行。赛场上，身着蓝黑裁判服的韦旭
强引人注意，他不时变换位置，跟随球员跑动，随着他
的一声哨响，进球得分有效，引发观众欢呼。

韦旭强是本届运动会珍珠球比赛的副裁判
长，这已经是他参加的第四届运动会。能够连续
担任多届裁判，有何秘诀？

答案是拥有一双敏锐的好眼力。这双好眼力
用处在哪？韦旭强指了指赛场地板上的几条线。

顺着他的手，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看到珍珠
球场上被划分为水区、封锁区、隔离区、得分区等
区域，每个区域侧边都用白色的虚线相隔。

比赛时，球员可手持抄网在得分区内移动和
跳跃，只要能用网接住水区队友的投篮，所在球队
即可得分。

“但如果接球时，处在得分区外，或用网干扰
对方防守球员，进球无效。”韦旭强说，这就需要裁
判在判定时，能将地面上的线变成立体的“墙”，才
能分辨出球员有没有“越界”。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跑得快、站得稳。韦旭强
介绍，人的眼睛有时也有欺骗性，从不同视角看可
能有不同的结果。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在球员进
球时，裁判要达到进球区，并站立在该区域的正中
间进行观察，“这就需要我们提前预判队员行为，
能抢先跑到指定位置。”

一场紧张刺激的比赛下来，不仅队员们浑身
冒汗，韦旭强也湿了衣裳。

“珍珠球比赛运动量大，我在休息室里常备4
套衣服，方便更换。”韦旭强笑着说。

从事珍珠球运动19年，透过裁判员这一职业，
韦旭强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珍珠球比赛。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珍珠球比赛，共有80名
裁判负责记录比赛过程中的得分、犯规情况等信
息，根据比赛规则和标准进行判决，确保比赛秩序
井然和公平公正。 （本报三亚11月25日电）

河南代表团带来舞龙表演

金龙腾飞庆盛会

本报三亚11月25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周月光 余佳琪）11月25日，三亚市体育中心，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
第三天展演现场，河南代表团带来经典节目——
《龙腾盛世》，开场就让观众眼前一亮。多名运动
员奔跑、出击、翻滚、飞跃……通过不同的动作和
造型，让现场观众感受到金龙腾飞的震撼画面。

“这次舞龙表演是在继承传统套路基础上，我
们通过动作设计、造型编排，讲述中华儿女积极向
上、团结拼搏、不屈不挠、奋力崛起的故事。”参与表
演的平顶山学院大学生张耀文说。

11月25日，河南代表团带来经典节目《龙腾
盛世》。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自选套路音乐

与动作编排的

风格特点相一致

且与成套动作的

主题相吻合

音乐剪接

流畅、自然、完整

要求节奏鲜明

韵律感强

11月24日，北京队选手表演藏地喜乐斗牦牛。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11月25日，比赛中的广东
民族健身操代表队选手。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昊 摄

民族健身操规定套路

民族健身操徒手自选套路

民族健身操轻器械自选套路

规定套路时间

按民族健身操规定套路的

时间执行

自选套路时间约为3分30秒

计时由第一个可听到的

声音开始到最后一个

可听到的声音结束

项目
特色

比赛
时间

比赛
项目

11 月 25日，云南民族健
身操代表队选手正在比赛。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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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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